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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GRI 201：經濟績效 2016所涵蓋的揭露項目供組織報導有關經濟績效的衝擊資訊，以及如何管理這些衝擊。

準則的架構如下：

簡介中的其他部分概述了主題的背景說明、GRI準則的系統以及準則使用的更多資訊。

背景說明 
本準則闡述經濟績效的主題，包含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經濟價值（EVG&D）、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 plan）的義務、從任何

政府得到之財務援助、氣候變遷對財務所產生的影響。

這些概念已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的重要文件中提及：參閱參考文獻。

GRI準則的系統 
本準則是GRI永續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分。GRI準則使組織能夠報導其對經濟、環境和人群（包含其人權）造成最顯著

衝擊的資訊，以及組織如何管理這些衝擊。

GRI準則的系統架構於三個互有關聯的系列準則：GRI通用準則、GRI行業準則、GRI主題準則（參閱本準則的圖1）。

通用準則：GRI 1、GRI 2及GRI 3 
GRI 1：基礎 2021詳述了組織依循GRI準則報導必須符合的要求。組織由參閱GRI 1開始使用GRI準則。

GRI 2：一般揭露 2021包含組織用來提供關於報導實務和其他組織詳細資訊（例如其活動、治理和政策）的揭露項目。

GRI 3：重大主題 2021提供決定重大主題的指引。同時包含組織用來報導有關決定重大主題的過程、重大主題列表以及如何

管理每個主題的資訊揭露項目。

行業準則 
GRI行業準則為組織提供其可能相關的重大主題資訊。組織在決定其重大主題和決定每個重大主題的報導內容時，使用適用

於其行業的行業準則。

主題準則 
主題準則所涵蓋的揭露項目可供組織報導其有關特定主題的衝擊資訊。組織根據其使用GRI 3所決定的重大主題列表來使用

主題準則。

 

章節1包含一個報導要求，提供組織如何管理其經濟績效相關衝擊的資訊。•
章節2包含四個揭露項目，提供組織經濟績效相關衝擊的資訊。•

詞彙表包含已有定義之用詞以及使用GRI準則時的特定意涵，這些用詞於GRI準則內文中劃有底線且可連結至其定義。•
參考文獻詳列開發準則時所使用的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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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GRI準則：通用、行業及主題準則

使用本準則 
無論任何規模、類型、行業、地理區域或有無經驗的組織皆可使用本準則來進行有關其經濟績效相關衝擊之報導。

依循GRI準則進行報導的組織若決定經濟績效為其重大主題，則必須報導以下揭露項目：

參閱GRI 1：基礎 2021中的要求4及要求5。

這些揭露項目都允許有省略理由。

若組織無法符合揭露項目或揭露項目中的要求（例如：所要求的資訊屬於機密或法律禁止），則組織須在GRI內容索引表中指

明無法符合哪些項目或要求，並且提供省略理由和說明。有關省略理由的更多資訊，參閱GRI 1：基礎 2021中的要求6。

如果揭露項目中某特定的子項目所要求之資訊（例如：委員會、政策、實務、流程）不存在，而使得組織無法報導時，組織得透

過說明此特例來符合要求。組織得解釋無此子項目的原因，或描述任何發展此子項目的計畫。揭露項目不要求組織執行該項

目（例如：制定政策），但應報導為該項目不存在。

如果組織有意出版獨立的永續報告，則無需重複已於其他地方（例如：網頁或年報）公開報導的資訊。在此情況下，組織得透

過在GRI內容索引表中提供可以找到該資訊的參考資料來報導要求的揭露項目（例如：提供網頁的連結或註明年報中該資訊

的頁碼）。

 

要求、指引、已有定義之用詞 
以下規則適用於整份準則：

「要求」之項目會用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組織必須符合「要求」的項目來依循GRI準則進行報導。

「要求」之項目可能附有相關「指引」。

「指引」包含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助組織更了解「要求」之項目。組織無須符合這些「指引」。

GRI 3：重大主題 2021中的揭露項目3-3（參閱本準則的條款1-1）；•
本主題準則中與組織的經濟績效衝擊相關的任何揭露項目（揭露項目201-1至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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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中也可能包含「建議」。這些建議有可能鼓勵某些特定的行動方向，但非屬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為「建議」，「得」字指明為可行的或選項。

已定義之用詞於GRI準則內文中劃有底線且可連結至其在詞彙表中之定義。組織須使用詞彙表中用詞之定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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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題管理揭露

依循GRI準則進行報導的組織必須報導其如何管理每個重大主題。

決定經濟績效為其一重大主題的組織需使用GRI 3：重大主題 2021中的揭露項目3-3報導其如何管理此主題（參閱本章節條款

1.1）。

本章節被設計用來補充（非取代）GRI 3中的揭露項目3-3。

2. 
要求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3：重大主題 2021中的揭露項目3-3來報導組織如何管理經濟績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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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題揭露

組織應儘可能使用經查核之財務報告或經內部查核之管理報告中的數據，編製經濟揭露之資訊。彙編資料時得使用下列準

則：

 

揭露項目 201-1 組織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

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出版的相關《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以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解釋委員會提出的解釋
（某些揭露項目提及參照特定的IFRS）；

•

國際會計師聯合會（IFAC）發布的《國際公共部門會計準則》（IPSAS）；•
國際認可的國家或地區性財務報告準則。•

報導組織應報導以下資訊：

彙編要求

要求

說明按應計基礎制（權責發生制）所產生及分配的直接經濟價值（EVG&D），包含以下所列
示之組織全球營運的基本要素。若數據之呈現是依現金基礎制，除了報導以下基本要素
外，尚需報導該決定的理由：

產生的直接經濟價值：收入；i.
分配的經濟價值：營運成本、員工薪資和福利、支付出資人的款項、按國家別支付政
府的款項，及社區投資；

i i.

留存的經濟價值： 「產生的直接經濟價值」減去「分配的經濟價值」。i i i.

a.

當EVG&D屬重大時，依國家、地區或市場水準分別說明，以及用以判斷重大性的標準。b.

彙編揭露項目201-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於可行的情況下，編製EVG&D資訊時採用的

數據應為該組織經查核的財務報表或損益（P&L）表，或其內部稽核的管理帳目。

2.1

背景 
經濟價值的產生和分配等資訊反映了組織如何為利害關係人創造財富。產生和分配的經濟價值
（EVG&D）中的數個項目反映組織的經濟概況，有助於其他績效數據的常態化。

若以國家層級呈現EVG&D，EVG&D就能夠有效地描述組織為當地經濟創造直接貨幣價值的情況。

揭露項目201-1的指引 
收入 
組織之收入包括銷售淨額加上自金融投資與資產銷售所得之收入。

銷售淨額可用產品和服務銷售總額減去銷貨退回、折扣及折讓計算之。

金融投資的收入得包括現金收入如：

資產銷售收入得包括：

營運成本 
組織之營運成本可採計購買原物料、產品零件、場地設施及服務而支付給組織外的現金支出。

購買服務可包括對自營作業者、臨時安置機構以及其他提供服務組織的支出。購買服務的成本包括從

事營運角色但非組織所僱用之工作者，並非僅根據員工的薪資與福利來計算。

營運成本得包括：

指引

金融貸款的利息；•

持有股份的股利收入；•
權利金；•
資產產生的直接收益，例如：資產租賃。•

有形資產，例如：房地產、基礎設施、設備；•
無形資產，例如：智慧財產權、設計和品牌。•

租金；•
授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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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通費的使用也於GRI 205：反貪腐 2016中說明。 

員工薪資和福利 
組織得以員工薪資與福利計算薪資總額（包括員工薪資與代替員工向政府支付的金額）加上福利總額

（不包括教育訓練、防護設備成本或與員工工作職責直接相關的其他成本項目）。

代替員工向政府支付的金額得包括員工稅捐及失業基金。

福利總額得包括：

支付出資人的款項 
組織計算支付出資人的款項包含給付所有股東的股利，加上支付貸款人的利息。

支付貸款人的利息得包括：

支付政府的款項 
組織計算支付政府的款項包含組織依據國際、國內與當地標準支付的所有稅款及罰金。稅款可包括營

業稅、所得稅及財產稅。

支付政府的款項不包括遞延稅款，因為組織未必會支付。

跨國營運時，組織可依國別申報所支付的稅款，包含所使用的區分國別之定義。

社區投資 
社區投資總額是指在報導期間內實際支出的款項，而非承諾支付的款項。組織計算社區投資包含對廣

泛社區的自願性捐贈及資金投資，且其受益人為非屬該組織之外部單位。在廣泛社區中自願性捐贈和

資金投資（受益人為非屬該組織之外部單位）得包括：

如果報導基礎設施的投資，除了資金成本外，組織還可包括商品及勞務的成本，以及對運行中的設施

或項目提供支援的營運成本。對運行中的設施或項目提供支援可包括組織資助公共設施的日常運作。

社區投資不包括法律和商業活動，或純粹從事商業目的之投資（向政黨捐獻的金額可包括在內，但GRI
415：公共政策 2016則會有更詳細的個別處理）。

社區投資也排除任何關於核心事業的需求、或促進組織商業營運之基礎設施投資。核心事業主要需求

的基礎設施投資可包括，例如：修建通往礦場或工廠的道路。而對組織主要商業活動之外的基礎設施

投資則可以包括在社區投資內，例如：為工作者及其家庭設立的學校或醫院。

參閱參考文獻中的[5]、[6]、[7]和[9]。

疏通費/順勢乘便不當收受（facilitation payments）（因為具有明確的商業目的）；•

權利金；•
外包勞務費；•

教育訓練費用，若使用了外部培訓專家；•
個人防護服裝費用。•

定期提撥款，例如：退休金、保險費、公務車及私人醫療；•

其他的員工補貼費用，例如：住房補助、無息貸款、大眾交通工具補助、教育津貼及解僱補貼。•

任何形式的債務及借款（不僅指長期債務）的利息；•
應付給特別股股東的未付股利。•

向慈善組織、非政府組織、研究單位（與組織自身的商業研發無關）的捐贈；•
支援社區基礎設施的資金，例如：休閒設施；•

社會活動的直接成本，包括藝術和教育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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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201-2 氣候變遷所產生的財務影響及其它風險

與機會

報導組織應報導以下資訊：

彙編要求

要求

氣候變遷所帶來的風險與機會，這些風險與機會可能對營運、收入或支出產生重大的變
化。說明內容包括：

風險或機會之描述及其分類，例如：實體、法規或其他；i.
風險或機會相關衝擊之描述；i i.
採取對應行動之前，風險或機會產生的財務影響；i i i.
用來管理風險或機會的方法；iv.
用於管理風險或機會所採取之行動的成本。v.

a.

彙編揭露項目201-2所定資訊時，如果組織尚未建立計算財務影響、成本或收入預估的

機制，組織應報導建立此機制之計畫和時間表。

2.2

建議
彙編揭露項目201-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針對所鑑別的風險和機會，得報導以下特點：2.3

描述風險或機會的驅動因素，如特定的立法；或實質的驅動因素，如水資源缺乏；2.3.1
預期風險或機會將產生實質財務影響的時間範圍；2.3.2
直接和間接衝擊（是否對組織產生直接的衝擊，或透過供應鏈、下游實體而間接衝擊組

織）；

2.3.3

一般潛在衝擊，包括增加或減少：2.3.4
資金和營運成本；2.3.4.1
產品和服務需求；2.3.4.2
資金取得性和投資機會；2.3.4.3

可能性（對組織產生衝擊的可能性）；2.3.5
衝擊程度（如果產生了衝擊，於財務面影響組織的程度）。2.3.6

揭露項目201-2的指引

因氣候變遷所產生的風險和機會可分類為：

實體風險和機會包括：

其他風險和機會可包括因應氣候變遷或消費者行為所能使用的新技術、產品和服務。

用於管理風險或機會的方式得包括：

背景 
氣候變遷為組織、投資者和利害關係人帶來風險和機會。

當政府施行管制會導致氣候變遷的活動時，應直接或間接負排放責任的組織，將面臨法規管制的風險

和機會。風險可以包括成本增加或其他衝擊競爭力的因素。然而，限制溫室氣體（GHG）排放也可因新

技術和市場的建立，為組織創造機會。這特別是針對能更有效地使用或生產能源及能源效率產品的組

織之情況。

指引

實體•

法規•
其他•

更趨頻繁和強烈的暴風雨衝擊；•
海平面變化、環境溫度變化、可利用的水資源之變化；•
對工作者的衝擊，例如：健康影響，包括高溫引起的相關疾病或病害，以及營運地點需要遷移。•

碳捕捉和封存；•
燃料替代；•
使用再生能源和低碳足跡的能源；•

提高能源效率；•
燃燒、排氣與逸散性排放減量；•

再生能源認證；•
使用碳抵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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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參考文獻中的[2]、[3]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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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201-3 確定給付制義務與其他退休計畫

報導組織應報導以下資訊：
要求

若組織的一般資源滿足這些計畫所須負擔之資金，估算這些負債的價值。a.

若以獨立的基金來支付這些計畫的退休金負債：

估算預先提撥用以支付這些計畫負債所需之資產範圍；i.
進行上述估算的依據；i i.
做出上述估算的時間點。i i i.

b.

若所設立的基金未能足額提撥這些計畫之退休金負債，解釋雇主如何實現足額提撥的策
略和雇主預計達成足額提撥之時程規劃（如果有的話）。

c.

員工或雇主提撥數占其薪酬的百分比。d.

說明退休計畫的參與程度，例如：強制參與或自願性方案、地區或國家別計畫、或具有財
務衝擊的計畫。

e.

建議
彙編揭露項目201-3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2.4

依循所在司法管轄區內的規定和方法進行計算，並報導彙總資料；2.4.1
採用與組織編製財務報告一致的合併方式。2.4.2

揭露項目201-3的指引

提供員工退休計畫的結構得基於：

不同的司法管轄區（例如：國家），對於退休計畫的保障範圍有不同的解釋和指引。

退休金福利計畫是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國際會計準則》IAS 19「員工福利」的一部分，但IAS 19
還包括更多主題。

參閱參考文獻中的[7]。

背景 
當組織向員工提供退休計畫，員工將可根據組織承諾的退休計畫，安排自己未來的長期經濟規劃。

確定給付制對雇主而言為潛在需履行之義務。其他類型的退休計畫，如：確定提撥制，則就無法保證運

用退休計畫或其福利品質。因此，組織選擇何種類型的退休計畫對員工和雇主雙方都有影響。適當提

撥的退休金計畫有助於吸引人才和保持員工團隊的穩定度，從而對雇主的長期財務和策略規劃發揮支

持的作用。

指引

確定給付制 ;•
確定提撥制 ;•

其它退職計畫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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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201-4 取自政府之財務援助

報導組織應報導以下資訊：

彙編要求

要求

在報導期間內，組織接受任何政府財務援助的貨幣總值，包括：

稅收減免及抵減；i.
補貼；i i.
投資補助、研發補助及其他相關類型補助；i i i.
獎勵；iv.
權利金豁免期；v.
來自於出口信貸機構（ECAs）的財務援助；vi.
財務獎勵；vii.
針對組織任何營運，從任何機構得到或可得到的財務補助。viii.

a.

按國家別說明201-4a的資訊。b.

任何政府是否包含在股權結構中與其所占比例。c.

彙編揭露項目201-4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透過公認的會計準則一致適用，確認從政

府獲得之財務援助的貨幣總值。

2.5

背景 
該揭露項目衡量組織營運所在地之政府對於組織所提供的支援。

將從政府獲得的重大財務援助和納稅金額進行比較，則有助於瞭解組織和政府之間的往來情況。

參閱參考文獻中的[8]。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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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本詞彙表提供了準則中用詞的定義。組織使用GRI準則進行報導時，需使用這些用詞之定義。

本詞彙表中包含的定義可能包含在完整的GRI準則詞彙表中所定義的用詞。已有定義之用詞皆劃有底線。在本詞彙表或完整

版的GRI準則詞彙表中未有定義之用詞，適用常用的理解和定義。

人權（human rights）
所有人天生被賦予的權利，其中至少包括聯合國（UN） 國際人權公約中規定的權利和國際勞工組織

（ILO）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中規定有關基本權利的原則。

資料來源：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modified

註： 有關人權的更多資訊，參閱GRI 2：一般揭露 2021中2-23-b-i的指引。

供應商（supplier）
位於組織上游（意即於組織供應鏈中），提供產品或服務以供組織發展自身產品或服務的實體。

例： 經紀商、顧問、承包商、經銷商、特許經營商、居家工作者、獨立承包商、授權廠商、製造

商、初級生產者、轉包商、批發商。

註： 供應商可以與組織有直接的商業關係（通常稱為一級供應商）或間接的商業關係。

供應鏈（supply chain）
由位於組織上游的實體執行的活動範圍，其提供產品或服務以供組織發展自身產品或服務。

價值鏈（value chain）
由組織自身及上下游實體執行的活動範圍，包含其產品或服務從概念生成到最終使用。

註1： 組織上游的實體（如供應商）提供產品或服務（以供組織發展自身產品或服務）。組織下游

的實體（如經銷商、客戶）接受組織的產品或服務。

註2： 價值鏈包括供應鏈。

員工（employee）
根據國家法律或循其相關適用要求，致與組織發生勞雇關係之個人。

商業夥伴（business partner）
為實現組織商業目標而與組織有某種形式的直接和正式參與的實體。

資料來源： Shift and Mazars LLP, UN Guiding Principles Reporting Framework, 2015; modified

例： 關係企業、企業客戶、客戶、一級供應商、特許經營商、合資夥伴、組織持股的投資對象公

司。

註： 商業夥伴不包括組織控制的子公司和關係企業。

商業關係（business relationships）
組織與商業夥伴、其價值鏈中的實體（包括一級以外的實體）以及與其營運、產品或服務直接相關的任

何其他實體的關係。

資料來源：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modified

註： 與組織的營運、產品或服務直接相關的實體例子還包括非政府組織。組織向保護組織設

施的當地社區或國家安全部隊提供支持。

工作者（worker）
泛指為組織從事工作的任何人。

例： 員工、仲介派遣員工、學徒、承包商、居家工作者、實習生、自營作業者、分包商、志工、以

及替報導組織以外的組織（如供應商）工作的人。

註： 在某些情況下，在GRI準則的內文中會指定是否需要使用特定的工作者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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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發展 / 永續性（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sustainability）
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求之發展。

資料來源：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1987

註： 「永續性」及「永續發展」之用詞在GRI準則中可交替使用。

溫室氣體（GHG） （greenhouse gas（GHG） ）
吸收紅外線輻射而促成溫室效應的氣體。

確定提撥制（defined contribution plan）
退休福利計劃為一實體繳付固定提撥金額予另一實體（如基金）後，如果該基金資產不足以支付當期和

前期所應支付的員工退休福利時，則該實體沒有繼續支付的法律義務或推定義務。

確定給付制（defined benefit plan）
除確定提撥制之外的退休福利計畫。

衝擊（impact）
組織對經濟、環境、人群（包含其人權）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影響，且可用來指出組織對永續發展的貢

獻（正面或負面）。

註1： 「衝擊」一詞可指實際或潛在、正面或負面、短期或長期、蓄意或非蓄意、可逆或不可逆的

衝擊。

註2： 有關衝擊的更多資訊，參閱GRI 1：基礎 2021中的章節2.1。

財務援助（financial assistance）
非由商品和服務交易所生之直接或間接財務收益，而是組織對所採取的行動、資產的成本或產生的費

用所提供的激勵或補償。

註： 財務援助的提供者並不期待透過其提供的援助而獲得直接的財務回報。

足額提撥（full coverage）
福利計畫的資產可以滿足或超過其計畫之義務。

重大主題（material topics）
呈現組織對經濟、環境與人群（包含其人權）最顯著的衝擊的主題。

註： 有關重大主題的更多資訊，參閱GRI 1：基礎 2021中的章節2.2以及GRI 3：重大主題 2021
中的章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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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 IAS 18 Revenues, 2001.6.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 IAS 19 Employee Benefits, 2001.7.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 IAS 20 Accounting for Government Grants and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Assistance, 2001.

8.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 (IASB), IFRS 8 Operating Segments, 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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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GRI 202：市場地位 2016所涵蓋的揭露項目供組織報導有關市場地位的衝擊資訊，以及如何管理這些衝擊。

準則的架構如下：

簡介中的其他部分概述了主題的背景說明、GRI準則的系統以及準則使用的更多資訊。

背景說明 
本準則闡述組織市場地位的主題，並涵蓋組織對其所營運地區或社區經濟發展的貢獻。例子可包括組織所採取的薪酬或當地

招募方法。

GRI準則的系統 
本準則是GRI永續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分。GRI準則使組織能夠報導其對經濟、環境和人群（包含其人權）造成最顯著

衝擊的資訊，以及組織如何管理這些衝擊。

GRI準則的系統架構於三個互有關聯的系列準則：GRI通用準則、GRI行業準則、GRI主題準則（參閱本準則的圖1）。

通用準則：GRI 1、GRI 2及GRI 3 
GRI 1：基礎 2021詳述了組織依循GRI準則報導必須符合的要求。組織由參閱GRI 1開始使用GRI準則。

GRI 2：一般揭露 2021包含組織用來提供關於報導實務和其他組織詳細資訊（例如其活動、治理和政策）的揭露項目。

GRI 3：重大主題 2021提供決定重大主題的指引。同時包含組織用來報導有關決定重大主題的過程、重大主題列表以及如何

管理每個主題的資訊揭露項目。

行業準則 
GRI行業準則為組織提供其可能相關的重大主題資訊。組織在決定其重大主題和決定每個重大主題的報導內容時，使用適用

於其行業的行業準則。

主題準則 
主題準則所涵蓋的揭露項目可供組織報導其有關特定主題的衝擊資訊。組織根據其使用GRI 3所決定的重大主題列表來使用

主題準則。

 

章節1包含一個報導要求，提供組織如何管理其市場地位相關衝擊的資訊。•
章節2包含兩個揭露項目，提供組織市場地位相關衝擊的資訊。•

詞彙表包含已有定義之用詞以及使用GRI準則時的特定意涵，這些用詞於GRI準則內文中劃有底線且可連結至其定義。•
參考文獻詳列開發準則時所使用的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GRI 202：市場地位 2016 - Traditional Chinese206

https://globalreporting.org/pdf.ashx?id=16407&page=1
https://globalreporting.org/pdf.ashx?id=16408&page=1
https://globalreporting.org/pdf.ashx?id=16409&page=1


圖1. GRI準則：通用、行業及主題準則

使用本準則 
無論任何規模、類型、行業、地理區域或有無經驗的組織皆可使用本準則來進行有關其對於市場地位的衝擊之報導。

依循GRI準則進行報導的組織若決定市場地位為其重大主題，則必須報導以下揭露項目：

參閱GRI 1：基礎 2021中的要求4及要求5。

這些揭露項目都允許有省略理由。

若組織無法符合揭露項目或揭露項目中的要求（例如：所要求的資訊屬於機密或法律禁止），則組織須在GRI內容索引表中指

明無法符合哪些項目或要求，並且提供省略理由和說明。有關省略理由的更多資訊，參閱GRI 1：基礎 2021中的要求6。

如果揭露項目中某特定的子項目所要求之資訊（例如：委員會、政策、實務、流程）不存在，而使得組織無法報導時，組織得透

過說明此特例來符合要求。組織得解釋無此子項目的原因，或描述任何發展此子項目的計畫。揭露項目不要求組織執行該項

目（例如：制定政策），但應報導為該項目不存在。

如果組織有意出版獨立的永續報告，則無需重複已於其他地方（例如：網頁或年報）公開報導的資訊。在此情況下，組織得透

過在GRI內容索引表中提供可以找到該資訊的參考資料來報導要求的揭露項目（例如：提供網頁的連結或註明年報中該資訊

的頁碼）。

 

要求、指引、已有定義之用詞 
以下規則適用於整份準則：

「要求」之項目會用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組織必須符合「要求」的項目來依循GRI準則進行報導。

「要求」之項目可能附有相關「指引」。

「指引」包含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助組織更了解「要求」之項目。組織無須符合這些「指引」。

GRI 3：重大主題 2021中的揭露項目3-3（參閱本準則的條款1-1）；•
本主題準則中與組織的市場地位相關衝擊的任何揭露項目（揭露項目202-1至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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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中也可能包含「建議」。這些建議有可能鼓勵某些特定的行動方向，但非屬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為「建議」，「得」字指明為可行的或選項。

已定義之用詞於GRI準則內文中劃有底線且可連結至其在詞彙表中之定義。組織須使用詞彙表中用詞之定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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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題管理揭露

依循GRI準則進行報導的組織必須報導其如何管理每個重大主題。

決定市場地位為其一重大主題的組織需使用GRI 3：重大主題 2021中的揭露項目3-3報導其如何管理此主題（參閱本章節

1.1）。

本章節被設計用來補充（非取代）GRI 3中的揭露項目3-3。

2. 
 

要求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3: 重大主題 2021中的揭露項目3-3來報導其如何管理市場地位。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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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題揭露

組織應儘可能使用經查核之財務報告或經內部查核之管理報告中的數據，編製經濟揭露之資訊。彙編資料時得使用下列準

則：

 

揭露項目 202-1 不同性別的基層人員標準薪資與當地最

低薪資的比率

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出版的相關《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以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解釋委員會提出的解釋
（某些揭露項目提及參照特定的IFRS）；

•

國際會計師聯合會（IFAC）發布的《國際公共部門會計準則》（IPSAS）；•
國際認可的國家或地區性財務報告準則。•

報導組織應報導以下資訊：
要求

當有顯著比例的員工皆參照當地最低薪資標準支付薪酬時，依性別報告重要營運據點
中，基層人員薪資水準與當地最低薪資之間的比例。

a.

當有顯著比例的工作者（不包括員工）皆參照當地最低薪資標準支付薪酬時，說明為確認
這些其它工作者之薪酬是否高於最低薪資之情況，所採取的行動。

b.

依性別說明，重要營運據點之最低薪資標準是否不存在或有差異。 當有不同最低薪資標
準可供參照時，報導組織所使用的標準為何。

c.

「重要營運據點」的定義。d.

建議
彙編揭露項目202-1b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2.1

使用GRI 2：一般揭露 2021中的揭露項目2-8來確認工作由組織控制的非員工工作者總

數；

2.1.1

如果適用，將基層人員薪資水準依最低薪資所使用的相同單位進行轉換（例如：每小時

或每月）；

2.1.2

重大比例執行組織活動的其它工作者（不包括員工）皆參照當地最低薪資標準支付薪酬

時，依性別報告重要營運據點中，基層人員薪資水準與當地最低薪資之間的比例。

2.1.3

背景 
本揭露項目適用於組織中顯著比例的員工和執行組織活動的工作者（不包括員工），其薪酬係緊密依最

低薪資法規計算的組織。

提供高於最低標準的薪資，有益於組織活動的工作者之經濟福利。薪資水準所造成的衝擊為立即且直

接影響個人、組織、國家與經濟。薪資分配對於消除不平等至關重要，例如：男女之間、或公民與移民

者間之薪資差距。

此外，相較於當地最低薪資，基層人員薪資水準顯示組織的薪資競爭力，並提供評估當地勞動力市場

薪資影響力之相關資訊。依性別比較這些資訊，也是衡量組織在工作場所落實平等機會的一種方法。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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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202-2 雇用當地居民為高階管理階層的比例

報導組織應報導以下資訊：

彙編要求

要求

重要營業據點中，僱用當地社區居民為高階管理階層所佔的百分比。a.

「高階管理階層」的定義。b.

組織對於「當地」的地理定義。c.

「重要營業據點 」的定義。d.

彙編揭露項目202-2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應使用全職員工的資料計算此百分比。2.2

從當地社區雇用個人擔任高階管理階層，包括那些當地出生、或是在與營運據點相同的地理市場中具

有無限期法定居住權（例如：入籍公民或具永久簽證持有者）之人。「當地」的地理定義可包括營運周邊

的社區、國家內的區域或國家。

背景 
將當地社區的成員納入組織的高階管理階層中能顯示出組織積極的市場地位。在管理團隊中包括當地

社區成員，可強化人力資本，還可提高對當地社區的經濟效益，也有助於加強組織瞭解當地社區需求。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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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本詞彙表提供了準則中用詞的定義。組織使用GRI準則進行報導時，需使用這些用詞之定義。

本詞彙表中包含的定義可能包含在完整的GRI準則詞彙表中所定義的用詞。已有定義之用詞皆劃有底線。在本詞彙表或完整

版的GRI準則詞彙表中未有定義之用詞，適用常用的理解和定義。

人權（human rights）
所有人天生被賦予的權利，其中至少包括聯合國（UN） 國際人權公約中規定的權利和國際勞工組織

（ILO）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中規定有關基本權利的原則。

資料來源：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modified

註： 有關人權的更多資訊，參閱GRI 2：一般揭露 2021中2-23-b-i的指引。

供應商（supplier）
位於組織上游（意即於組織供應鏈中），提供產品或服務以供組織發展自身產品或服務的實體。

例： 經紀商、顧問、承包商、經銷商、特許經營商、居家工作者、獨立承包商、授權廠商、製造

商、初級生產者、轉包商、批發商。

註： 供應商可以與組織有直接的商業關係（通常稱為一級供應商）或間接的商業關係。

供應鏈（supply chain）
由位於組織上游的實體執行的活動範圍，其提供產品或服務以供組織發展自身產品或服務。

價值鏈（value chain）
由組織自身及上下游實體執行的活動範圍，包含其產品或服務從概念生成到最終使用。

註1： 組織上游的實體（如供應商）提供產品或服務（以供組織發展自身產品或服務）。組織下游

的實體（如經銷商、客戶）接受組織的產品或服務。

註2： 價值鏈包括供應鏈。

全職員工（full-time employee）
每週、每月或每年之工作時數係根據國家有關工作時數的法律和實務定義之員工。

員工（employee）
根據國家法律或循其相關適用要求，致與組織發生勞雇關係之個人。

商業夥伴（business partner）
為實現組織商業目標而與組織有某種形式的直接和正式參與的實體。

資料來源： Shift and Mazars LLP, UN Guiding Principles Reporting Framework, 2015; modified

例： 關係企業、企業客戶、客戶、一級供應商、特許經營商、合資夥伴、組織持股的投資對象公

司。

註： 商業夥伴不包括組織控制的子公司和關係企業。

商業關係（business relationships）
組織與商業夥伴、其價值鏈中的實體（包括一級以外的實體）以及與其營運、產品或服務直接相關的任

何其他實體的關係。

資料來源：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modified

註： 與組織的營運、產品或服務直接相關的實體例子還包括非政府組織。組織向保護組織設

施的當地社區或國家安全部隊提供支持。

基層人員薪資水準（entry level wage）
提供最低勞雇等級員工的全職薪資。

註： 實習生或學徒薪資不在此定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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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者（worker）
泛指為組織從事工作的任何人。

例： 員工、仲介派遣員工、學徒、承包商、居家工作者、實習生、自營作業者、分包商、志工、以

及替報導組織以外的組織（如供應商）工作的人。

註： 在某些情況下，在GRI準則的內文中會指定是否需要使用特定的工作者子集。

永續發展 / 永續性（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sustainability）
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求之發展。

資料來源：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1987

註： 「永續性」及「永續發展」之用詞在GRI準則中可交替使用。

當地最低薪資（local minimum wage）
法律規定的每小時或其它時間單位計算的勞動力報酬。

註： 有些國家因不同州或省、或不同職業別而訂有多種的最低薪資。

衝擊（impact）
組織對經濟、環境、人群（包含其人權）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影響，且可用來指出組織對永續發展的貢

獻（正面或負面）。

註1： 「衝擊」一詞可指實際或潛在、正面或負面、短期或長期、蓄意或非蓄意、可逆或不可逆的

衝擊。

註2： 有關衝擊的更多資訊，參閱GRI 1：基礎 2021中的章節2.1。

重大主題（material topics）
呈現組織對經濟、環境與人群（包含其人權）最顯著的衝擊的主題。

註： 有關重大主題的更多資訊，參閱GRI 1：基礎 2021中的章節2.2以及GRI 3：重大主題 2021
中的章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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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此處詳列開發準則時所使用的政府間的官方文件。

官方文件：

United Nations (UN) Convention,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

197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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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GRI 203：間接經濟衝擊 2016所涵蓋的揭露項目供組織報導有關間接經濟衝擊的資訊，以及如何管理這些衝擊。

準則的架構如下：

簡介中的其他部分概述了主題的背景說明、GRI準則的系統以及準則使用的更多資訊。

背景說明 
本準則闡述組織的間接經濟衝擊，包括組織之基礎設施投資以及支援服務所帶來的衝擊。

經濟的衝擊可定義為影響社區或利害關係人的福利及長期發展目標的經濟生產力變動。間接經濟衝擊為金融交易直接衝擊

以及利害關係人間的資金流動後所額外產生的衝擊。

間接經濟衝擊可為貨幣或非貨幣形式，對於當地社區及區域經濟相關的評估尤為重要。

GRI準則的系統 
本準則是GRI永續報導準則（GRI準則）的一部分。GRI準則使組織能夠報導其對經濟、環境和人群（包含其人權）造成最顯著

衝擊的資訊，以及組織如何管理這些衝擊。

GRI準則的系統架構於三個互有關聯的系列準則：GRI通用準則、GRI行業準則、GRI主題準則（參閱本準則的圖1）。

通用準則：GRI 1、GRI 2及GRI 3 
GRI 1：基礎 2021詳述了組織依循GRI準則報導必須符合的要求。組織由查閱GRI 1開始使用GRI準則。

GRI 2：一般揭露 2021包含組織用來提供關於報導實務和其他組織詳細資訊（例如其活動、治理和政策）的揭露項目。

GRI 3：重大主題 2021提供決定重大主題的指引。同時包含組織用來報導有關決定重大主題的過程、重大主題列表以及如何

管理每個主題的資訊揭露項目。

行業準則 
GRI行業準則為組織提供其可能相關的重大主題資訊。組織在決定其重大主題和決定每個重大主題的報導內容時，使用適用

於其行業的行業準則。

主題準則 
主題準則所涵蓋的揭露項目可供組織報導其有關特定主題的衝擊資訊。組織根據其使用GRI 3所決定的重大主題列表來使用

主題準則。

 

章節1包含一個報導要求，提供組織如何管理其間接經濟衝擊的資訊。•
章節2包含兩個揭露項目，提供組織間接經濟衝擊的資訊。•

詞彙表包含已有定義之用詞以及使用GRI準則時的特定意涵，這些用詞於GRI準則內文中劃有底線且可連結至其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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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GRI準則：通用、行業及主題準則

使用本準則 
無論任何規模、類型、行業、地理區域或有無經驗的組織皆可使用本準則來進行有關其對於市場地位的衝擊之報導。

依循GRI準則進行報導的組織若決定市場地位為其重大主題，則必須報導以下揭露項目：

參閱GRI 1：基礎 2021中的要求4及要求5。

這些揭露項目都允許有省略理由。

若組織無法符合揭露項目或揭露項目中的要求（例如：所要求的資訊屬於機密或法律禁止），則組織須在GRI內容索引表中指

明無法符合哪些項目或要求，並且提供省略理由和說明。有關省略理由的更多資訊，參閱GRI 1：基礎 2021中的要求6。

如果揭露項目中某特定的子項目所要求之資訊（例如：委員會、政策、實務、流程）不存在，而使得組織無法報導時，組織得透

過說明此特例來符合要求。組織得解釋無此子項目的原因，或描述任何發展此子項目的計畫。揭露項目不要求組織執行該項

目（例如：制定政策），但應報導為該項目不存在。

如果組織有意出版獨立的永續報告，則無需重複已於其他地方（例如：網頁或年報）公開報導的資訊。在此情況下，組織得透

過在GRI內容索引表中提供可以找到該資訊的參考資料來報導要求的揭露項目（例如：提供網頁的連結或註明年報中該資訊

的頁碼）。

 

要求、指引、已有定義之用詞 
以下規則適用於整份準則：

「要求」之項目會用粗體標示，並用「應」字指明。組織必須符合「要求」的項目來依循GRI準則進行報導。

「要求」之項目可能附有相關「指引」。

「指引」包含背景資訊、解釋以及例子來幫助組織更了解「要求」之項目。組織無須符合這些「指引」。

GRI 3：重大主題 2021中的揭露項目3-3（參閱本準則的條款1-1）；•

本主題準則中與組織的市場地位相關衝擊的任何揭露項目（揭露項目202-1至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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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中也可能包含「建議」。這些建議有可能鼓勵某些特定的行動方向，但非屬必要。

在本文中，使用「宜」字指明為「建議」，「得」字指明為可行的或選項。

已定義之用詞於GRI準則內文中劃有底線且可連結至其在詞彙表中之定義。組織須使用詞彙表中用詞之定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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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題管理揭露

依循GRI準則進行報導的組織必須報導其如何管理每個重大主題。

決定市場地位為其一重大主題的組織需使用GRI 3：重大主題 2021中的揭露項目3-3報導其如何管理此主題（參閱本章節

1.1）。

本章節被設計用來補充（非取代）GRI 3中的揭露項目3-3。

2. 

要求
報導組織應使用GRI 3：重大主題 2021中的揭露項目3-3報導其如何管理間接經濟衝擊。1.1

建議
報導組織宜：1.2

描述為瞭解組織在國家、地區或當地層級的間接經濟衝擊所採取的行動；1.2.1
解釋組織是否進行社區需求評估，決定基礎設施和其它服務的需求，並描述評估結果。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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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題揭露

組織應儘可能使用經查核之財務報告或經內部查核之管理報告中的數據，編製經濟揭露之資訊。彙編資料時得使用下列準

則：

 

揭露項目 203-1 基礎設施的投資與支援服務的發展及衝

擊

由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IASB）出版的相關《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以及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解釋委員會提出的解釋
（某些揭露項目提及參照特定的IFRS）；

•

國際會計師聯合會（IFAC）發布的《國際公共部門會計準則》（IPSAS）；•
國際認可的國家或地區性財務報告準則。•

報導組織應報導以下資訊：
要求

重大基礎設施投資和支援服務的發展程度。a.

對於社區和當地經濟產生之現有或預期的衝擊，包括所有正面與負面的相關衝擊。b.

這些投資和服務是否屬於商業活動、實物捐贈或是公益活動。c.

建議
彙編揭露項目203-1所定資訊時，報導組織宜揭露：2.1

每項重大基礎設施投資或支援服務的規模、成本和期限；2.1.1
不同的社區或地方經濟受到該組織基礎設施投資和支援服務的衝擊程度。2.1.2

背景 
本揭露項目涉及組織的基礎設施投資和支援服務對利害關係人與經濟的衝擊。

基礎設施投資的衝擊可擴及組織營運外範圍，並能長時間發揮作用。這種投資可包括運輸連結、公共

事業、社區服務設施、健康和福利中心或運動中心。連同自身營運的基礎設施投資，這也是一種衡量組

織對經濟貢獻的標準。

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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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項目 203-2 顯著的間接經濟衝擊

報導組織應報導以下資訊：
要求

組織已鑑別的重大間接經濟衝擊例子，包括正面與負面的衝擊。a.

在外部標竿與利害關係人優先關注的重大間接經濟衝擊之意含，例如：國家和國際標準、
協定和政策議程。

b.

揭露項目203-2的指引 
本揭露項目關注組織可能對於利害關係人和經濟產生間接經濟衝擊的所有範圍。

重大間接經濟衝擊中正面與負面的例子，得包括：

指引

改變組織、行業或整個經濟體系之生產力（例如：透過更廣泛地運用科技或科技的普及）；•

嚴重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例如：透過單一工作收入支持受扶養的人口總數變化）；•
因社會或環境條件的改善或惡化，而產生的經濟衝擊（例如：小型家庭農場轉變成為大型養殖場，
對地區就業市場的改變，或污染造成的經濟衝擊）；

•

低收入者在產品與服務上的可取得性（例如：提供優惠價格的藥品以提高大眾健康水準，從而讓大
眾能夠參與更多的經濟發展；或超出低收入者經濟所能承受的價格）；

•

對於一職業群體或地區，提升其技能和知識（例如：當組織需求轉變為吸引額外的技術工人進入一
個地區，則有助於推動當地對新式學習機構的需求）；

•

支援供應鏈或銷售通路中的工作數量（例如：組織的成長或縮減對供應商勞雇數量的衝擊）；•
激勵、促進或限制外國直接投資（例如：當組織改變在發展中國家所提供的基礎設施或服務時，導
致該區域的外國直接投資產生變化）；

•

因營運或活動所在地的改變而產生的經濟衝擊（例如：將工作外包至海外地區的衝擊）；•
因使用產品和服務而產生的經濟衝擊（例如：使用特定產品或服務所產生的經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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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彙表

本詞彙表提供了準則中用詞的定義。組織使用GRI準則進行報導時，需使用這些用詞之定義。

本詞彙表中包含的定義可能包含在完整的GRI準則詞彙表中所定義的用詞。已有定義之用詞皆劃有底線。在本詞彙表或完整

版的GRI準則詞彙表中未有定義之用詞，適用常用的理解和定義。

人權（human rights）
所有人天生被賦予的權利，其中至少包括聯合國（UN） 國際人權公約中規定的權利和國際勞工組織

（ILO）工作基本原則與權利宣言中規定有關基本權利的原則。

資料來源： United Nations (UN), Guiding Principles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Implementing the
United Nations “Protect, Respect and Remedy” Framework, 2011; modified

註： 有關人權的更多資訊，參閱GRI 2：一般揭露 2021中2-23-b-i的指引。

員工（employee）
根據國家法律或循其相關適用要求，致與組織發生勞雇關係之個人。

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
主要為提供公共服務或公眾利益（而非出於商業目的），且組織並不會藉此設施尋求直接的經濟利益而

興建的設施。

例： 醫院、道路、學校、供水設施等。

支援服務（services supported）
透過直接支付營運成本或委派組織自身的員工到設施或服務專案工作，以提供公共利益的服務。

註： 公共利益也可包括公共服務。

永續發展 / 永續性（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sustainability）
能滿足當代需求，同時不損及後代滿足其需求之發展。

資料來源：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ur Common Future, 1987

註： 「永續性」及「永續發展」之用詞在GRI準則中可交替使用。

衝擊（impact）
組織對經濟、環境、人群（包含其人權）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影響，且可用來指出組織對永續發展的貢

獻（正面或負面）。

註1： 「衝擊」一詞可指實際或潛在、正面或負面、短期或長期、蓄意或非蓄意、可逆或不可逆的

衝擊。

註2： 有關衝擊的更多資訊，參閱GRI 1：基礎 2021中的章節2.1。

重大主題（material topics）
呈現組織對經濟、環境與人群（包含其人權）最顯著的衝擊的主題。

註： 有關重大主題的更多資訊，參閱GRI 1：基礎 2021中的章節2.2以及GRI 3：重大主題 2021
中的章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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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 204：採購實務 2016

主題準則

生效日期

本準則自以下日期起生效，適用於報告書或其它文件： 2018年7月1日

責任

GRI準則係由全球永續性標準理事會（GSSB）所發布。任何對於GRI準則的回饋意見可提送至

gssbsecretariat@globalreporting.org，供GSSB參酌。

正當程序

本準則係為了公共利益並根據GSSB正當程序協議的要求而制定。透過多方利害關係人的專業知識、政府間的官方文件以及

與社會、環境和經濟責任相關的組織廣泛持有的期望而制定。

法律責任

本文件旨在推廣永續性報導，並由全球永續性標準委員會（GSSB）透過多方參與的利害關係人程序制定，協商代表來自全球

相關組織及報告資訊使用者。GRI董事會與GSSB鼓勵所有組織採用GRI永續性報導準則（GRI Standards）與相關解釋， 但
全部或部分根據GRI準則與相關解釋編製和出版報告書的組織必須對報告書負起全責。對於因在編製報告書中使用GRI準則

與相關解釋或因根據GRI準則與相關解釋使用報告書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的任何後果或損害賠償，GRI董事會、GSSB及全球

永續性報告協會（GRI）概不負責。

版權與商標聲明

本文件版權屬全球永續性報告協會（GRI）所有。複製、分發本文件作參考及/或編製永續性報告用途，無需GRI事先核准。但

是，將本文件或其中任何片段複製、儲存、翻譯或以任何方式（電子、複印、記錄等）將之轉換為任何形式以作其它用途，必須

事先取得GRI的書面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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